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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推荐您身边的“最美家乡人”即日起，本报联合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阿里巴巴乡村振兴基金发起的

2022年度“最美家乡人”评选活动正式进入案例征集阶段，您身边如有与乡村振

兴相关的平凡人非凡事，欢迎向我们提供线索。案例征集截止时间为今年11月

1日。随后，从所有候选案例中评出淮安十佳“最美家乡人”，颁发“最美家乡人”

荣誉证书及奖金2000元。11月中下旬，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将从各地“最美

家乡人”获奖案例中，挑选突出案例参与全国评选，最终评出20组年度全国“最

美家乡人”。如当选2022年度全国“最美家乡人”，奖金将由2000元增加到1万

元。目前，《淮海晚报》“最美家乡人”征集渠道已经开通，欢迎通过18305232692

向我们提供线索，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天天正能量”公众号或微博进行推荐。

本报讯 “南船北马 九省通衢 淮扬

美食 名闻天下”，日前，走在淮安区的大街

上，具有文化气息的“箱体彩绘”让“城市家

具”既有特色又很美观。

“翔宇大道、楚州大道、梁红玉路、沈坤

路上，都能看到这些彩绘，既宣传了淮安的

历史文化和城市口号，又提升了城市品

位。”市民刘先生说，相比于以前裸露在外、

破旧的箱体，改造后的箱体好看多了。

记者了解到，连日来，淮安区对主干道

沿线的电线箱、配电箱进行美化，通过喷彩

绘，以熟赭色为底色，白色线条勾勒图案、

印刷标语，来宣传淮安的历史文化以及城

市跨越发展目标。该项工作将在淮安区主

城区全面推进，目前，全区已喷绘50余个

电线箱、配电箱，传递了城市人文关怀，改

善了市容市貌。

■融媒体记者 杨春阳 通讯员 张冬成

“箱体彩绘”
宣传城市文化
提升城市品位

本报讯 “警察同志，明早我就要参加

教师招聘考试了，刚才收拾东西时却发现

身份证没了……”7月 26日晚上８时左

右，家住淮阴区的安女士满头大汗地来到

市公安局淮阴分局果林派出所求助。

身份证是进入考场的必备证件，若进

不了考场，无数伏案苦读的夜晚所付出的

努力便将付诸东流。了解情况后，户籍窗

口工作人员迅速开启“绿色通道”，为安女

士加急办理了身份证。在核实确认安女士

身份证丢失的相关信息后，工作人员用最

快的速度为她拍照、录入信息等，同时联系

淮阴公安分局人口管理大队工作人员，进

行临时审批。

“别着急，我们已经为你开通了‘绿色

通道’，很快就能办好。”采集完信息后，看

着满脸愁容的安女士，工作人员主动与她

沟通，安抚她的情绪。十余分钟后，还带着

制证机余温的临时身份证便送到了安女士

的手中。

“真是不敢相信，竟然这么快就拿到身

份证，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安女士对着户

籍窗口的工作人员连连道谢。

■融媒体记者 高婷婷
通讯员 王一森 李昊 赵鑫

应试前一晚
发现身份证没了

警方开通“绿色通道”
解考生燃眉之急

近几年，随着人们对健康消费需

求的不断递增，芦笋在市场上广受欢

迎，王崇左的芦笋从仅售本地市场发

展到销往上海、南京等地，他的生意越

做越大。

2019年，在朋友的引荐下，王崇

左来到涟水县红窑镇李庄村，在当地

政策支持下，他将原有的春雨芦笋产

业园规模扩展到1000亩，还成立了公

司，从此，王崇左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涟水县螺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吃水不忘挖井人，能有如今的

收获，应该有所回报。”怀着感恩之情

的王崇左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作为最

早把芦笋种植技术引进到李庄村的种

植大户，他把种植芦笋获得的利润大

部分用在了扩大种植规模上，一方面，

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

解决了当地许多村民的就业难题。

如今，王崇左的芦笋田已扩大到

1600亩，用工人数最多时可达300余

名。“来这里采割、分拣芦笋的都是周

边十几个村的村民，基本是50多岁，

年龄最大的今年76岁，一天下来能挣

100到150元。”王崇左说，看着村民

因收入稳步增长而高兴的样子，他的

内心也感到无比满足。未来，他将继

续把芦笋种植业务做好、做扎实，为实

现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小芦笋里藏着致富“绿钥匙”
——记芦笋种植大户王崇左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在涟水县
红窑镇李庄村的春雨芦笋产业园内，
芦笋正持续丰收。大棚里，绿油油的
芦笋破土而出，长势喜人；工坊内，村
民们正在对当天清晨采摘的芦笋进
行挑选、削根、捆扎包装，准备运往外
地。看着一筐筐新鲜的芦笋，产业园
经营者王崇左喜不自禁，他告诉记
者，这些芦笋是他和村民增收致富的
“绿钥匙”。

■融媒体记者 刘华 吴家婧/文 王昊/图

“都说芦笋好种，但要种出优质芦笋，要花费

的心思也不少，如果没有掌握一定技巧，长出来

的芦笋品质就会参差不齐。”在王崇左心中，种植

芦笋和照顾孩子一样，都需要精心、细心地呵

护。

王崇左说，芦笋适合在25℃至30℃的环境

生长，高温和低温都会对芦笋造成影响，高温时，

芦笋容易开叉、老化；低温时，芦笋容易空心。因

为有着一定的栽培技术和种植经验，加上耐心、

细心的性格，王崇左种植的芦笋品质从一开始就

不错，但如何进一步提高产量、稳定品质，他一直

在探索研究。为此，他到上海请教种植方面的教

授学习种植理论，又根据涟水的土壤气候条件因

地制宜调整种植方式，经过反复试验，他的芦笋

亩产量有了明显提升。

“芦笋要高产，母茎是关键。”一次次的采笋

经历让王崇左发现，“母茎”留的好不好，将直接

关系到芦笋的品质和产量。留早了，长出来的芦

笋太粗，而且一棵芦笋只能长两三根，影响牙盘

生长；留晚了，芦笋就全都是如小拇指般细的，卖

不出好价格。经过多年的观察、实验，王崇左已

经能够很好地把握留‘母茎’的时机，培育出来的

芦笋粗细适中。另一个芦笋高产的秘诀是保养

土壤，每次大雨过后，田里必须及时排水、喷洒药

物，避免芦笋“生病”。非采收季时，王崇左还会

给芦笋田施肥、松土，让土壤保持湿润蓬松，营养

充分，这样芦笋在来年长得更好。王崇左笑着

说：“这是我在种植中慢慢摸索出来的，只有亲自

实践了才能深刻了解种芦笋的学问。”

初见王崇左，他黝黑发亮的皮肤让

人印象深刻，他说，这是大地的馈赠，这

么多年，他一直在和土地打交道。

十几年前，王崇左曾在上海种植

芦笋，因此掌握了一些栽培技术和种

植经验，也认识了许多种植爱好者。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朋友那里了解

到，芦笋是高效经济作物，利润高、种

植简单，便萌生了大规模种植芦笋的

想法。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在上海

进行多方考察，发现芦笋虽然价格相

较其他蔬菜偏高，但深受当地市民喜

爱，市场前景好，于是他毅然决定“专

攻”芦笋。

2012年6月，王崇左和好友一行4

人从上海来到涟水，承包了近250亩

地，开启了他们的芦笋规模化种植之

路。“涟水温度湿度适中，土壤呈弱碱

性，土层深厚疏松，十分适合芦笋生

长。”王崇左介绍，芦笋是多年生农作

物，一般情况下，一片土壤可以连续产

笋10至15年，年份越长，根盘越大，产

量越高。每年的3月至10月为采笋

期，如果把保温工作做好，冬天也可以

实现采收。一聊起种芦笋，王崇左一

下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从10年前开

始在涟水大规模种植芦笋至今，芦笋

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芦笋产业园就像他的第二个家。

发掘商机 抢抓机遇 科学种笋 增产增收 饮水思源 带动就业


